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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12月29日，甘孜州雅江县，全球最大
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雅砻江两河口
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据悉，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将
依托四川省内最大的水库——两河口水
电站水库为上库，下游衔接梯级水电站牙
根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扩建可逆式机
组，形成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

眼下，两河口混蓄项目是全球最大
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全国大型清洁
能源基地中首个开工的混蓄项目，也是
我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

打造世界规模最大
绿色可再生能源基地

记者从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简称雅砻江公司）获悉，两河口混蓄
电站场址海拔3000米，拟安装4台30万
千瓦可逆式机组，加上已建成的两河口
水电站300万千瓦装机作为常规机组，
总装机达420万千瓦，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

为什么有了两河口水电站，还要建
设两河口混蓄电站？

雅砻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河
口水电站是常规水电，具有多年调节能
力，通过两河口水库实现对径流的“蓄丰
补枯”调节，即存蓄丰水期的水量，使枯
水年不枯、年内的枯水期不枯，进而提升
下游水电的枯水期出力，从而提高整个
雅砻江流域梯级的水能资源利用，增加
梯级发电效益。

根据测算，在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
两河口水库可为雅砻江中下游、金沙江

下游和长江干流电站产生巨大补偿效
益，增加平枯期年发电量约342亿千瓦
时，是两河口水电站自身发电量的三倍，
超过2021年四川省全社会用电量的十
分之一。

在国家“双碳”目标下，需要更多的
具备调节能力的灵活储能电源，与新能
源形成日内互补。两河口水电站可为
350万千瓦左右的新能源提供调节。而
两河口周边雅江、道孚、理塘、新龙等四
县有超过200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资
源，仅依靠两河口水电站，无法满足如此
大规模新能源开发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在新能源富集的两河口
周边，利用两河口和牙根一级的水库，建

设两河口混蓄电站，带动三倍于混蓄装机
容量的新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两
河口混蓄电站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将新
能源大发时的富裕电力通过抽水方式储
存起来，等系统电力短缺时，为电网补充
电力，更好地满足电网需求，助力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未来，通过水风光蓄一体化开发，两
河口混蓄电站和两河口水电站能将700
万千瓦左右随机波动的风电和光伏发电
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电源。利用已
有水电外送通道实现绿色清洁可再生能
源打捆送出和跨区域消纳，带动和促进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清洁能源协同集中开
发。

以强大的蓄能和调节能力
优化电源结构

相较于常规抽水蓄能电站，混合式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工程投资小、水库淹
没损失小、无移民安置、环境影响小、建
设周期短等优势，其经济性和市场竞争
力更好。

两河口混蓄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
加快推进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具有抽
水、发电“双向调节”作用，也就是对电网
的调峰、填谷，电力缺口由发电调峰补
充，电力富余则抽水填谷吸收。

具体来说，就是在新能源发电不足、
电力短缺时，通过发电的方式为电网补
充电力，把储备的水能转换为电能，即调
峰；在新能源大发、电力充裕时，通过抽
水的方式吸纳电网富裕电力，把相应的
电能储备成水能，即填谷。通过发挥抽
水、发电“双倍调峰容量”优势，两河口混
蓄电站可有效缓解电网高峰供给和低谷
清洁能源消纳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据雅砻江公司介绍，
两河口混蓄项目开工建设，将使民族地区
财政收入得到显著增长，有力带动当地建
材、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进一
步提高当地第二、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形成重要的经济辐射点。

从数据上看，两河口混蓄项目总投
资约85亿元，每年带动就业约3000人，
投产发电后每年还可继续贡献税费超
1.3亿元，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全球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在雅江开建

12月 29日，伴随着最后一泵混凝
土的顺利浇筑，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
一期工程土建7工区幸福梅林站宣告主
体结构如期封顶。该车站也是全国最
大的大跨度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

车站相当于6.5个大型足球场

据悉，幸福梅林站作为成都轨道交
通13号线一期工程重要站点之一，位于
成龙大道与锦江大道交叉路口东北方
向绿化带内，成龙大道道路北侧。

据承建单位中铁六局呼和铁建公
司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站是12米
岛式车站，公共区采用中庭无柱、设备
区采用单柱双跨（局部双柱三跨）、盾构
段采用双柱三跨现浇框架结构，为地下
两层局部三层车站。

车站附属结构共设5个出入口、两
组风亭，分别为A1、A2、B、C1、C2出入
口及1号、2号风亭两组风亭。其中B
出入口及两组风亭均为主体结构顶板
顶出结构与主体共建；4个出入口均需
单独施工。该车站主体总建筑面积为
47833.4平方米，相当于6.5个大型足球
场的大小；基坑深度约为30米，好比一
座地下10层楼。

提前9天解决工程“拦路虎”

记者了解到，车站于2020年10月
22日开始首钻，之前克服了管线改迁复
杂和绿化移栽量大等诸多困难。因为项
目地处成都市东面，属膨胀土层地带。
膨胀土是一类遇水易膨胀变形、失水会
收缩开裂的黏性土，民间将其形象描述
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它在环
境干湿交替的作用下，体积会明显胀
缩，强度会急剧衰减，性质极不稳定，素

有工程“拦路虎”之称，这无疑给基坑开
挖造成了很大困难。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项目部专门聘
请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在基坑开挖阶
段全天候24小时进行变形监测。经过
426天“白加黑”两班轮倒不停歇的“突
击战”，在2021年12月22日，项目部以
提前9天的战绩，顺利完成了主体结构
围护桩的施工。

全国最大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

在主体结构已经完全呈现的幸福
梅林站现场，记者看到，与普通的车站
大为不同，这个车站的顶部微微隆起呈
曲面——车站采用大跨度无柱弧形拱
顶，弧形段长221米，跨度25.2米，层高
10.8米，顶板厚1.3米，拱顶净高10.75
米。“目前大部分车站均用框架结构，与
之相比，弧形拱顶结构新颖而富有韵

律，更有特色，且受力安全，还可以节省
材料。成都地铁13号线一期幸福梅林
站就采用了弧形拱顶结构，且是全国最
大的大跨度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
中铁六局呼和铁建公司项目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独特的设计
向施工作业提出了巨大挑战。“作为‘全
国最大’，也就意味着没有先例可以学习
借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任何经
验，那就在正式施工前留足时间，组织专
家科学论证，反复琢磨方案。最终，经过
三个月时间，最佳施工方案出炉。

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土
建7工区幸福梅林站的封顶，不仅意味
着13号线一期工程取得一个重大节点，
也宣告全国最大大跨度中庭无柱弧形
拱顶车站主体得以呈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开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王越

欣）12月29日上午，四川大学眉山校
区项目正式启动。四川大学眉山校区
项目是四川大学面向第二个百年目
标、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标准，高起
点规划建设的第四校区，四川大学将
围绕该校区打造“四川大学科技先导
城”。

眉山市岷东新区管委会主任黄世
文介绍，四川大学眉山校区于2020年
12月 31日获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
2021年1月14日眉山市与四川大学
正式签约。“项目选址在岷东新区东部
组团（岷东大道以东、岷黑快速通道以
南相应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3000亩，其中一期约1000亩。项目
一期投资规模约32亿元，建筑面积约
30.7万平方米，将建设新技术研发与
技术中试平台、高水平学科交叉平台、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东坡书院）及国际
合作交流基地和教育培训中心等。”黄
世文说，“项目距离双流机场和天府机
场的距离都是60公里，正在建设的S5
成眉市域铁路岷东站距离川大眉山校
区3公里。”

据悉，四川大学眉山校区规划设
计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梅洪元牵头。
设计方案充分挖掘千年眉山的诗书
风骨，吸纳百年川大的文化传承，突
出川大中西兼容并蓄、厚重端庄的校
园气质，构建宋式亭台楼榭、精致轻
巧的花园式校园序列，体现校区、园
区、社区无界共享的校园优势，营造
文、理、工、医各学科和谐共生的校园
氛围。

项目承建方、中国五冶集团总经
理陈阳介绍，项目计划2023年6月完
成基础施工，11月完成主体施工，预计
整个项目的工期为20个月。

弧形拱顶施工现场。成都轨道集团供图

雅砻江两河口混蓄电站与两河口水电站。

成都地铁13号线幸福梅林站封顶

全国最大大跨度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主体呈现


